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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10余年建设，12月26日，新成

昆铁路全线通车。最后建成的峨眉至

冕宁段，全长 240 公里，桥隧比高达

88%，跨越大渡河、金沙江，穿越大小凉

山等，经过的地质地层极为复杂，有“地

质博物馆”之称，是全线最难啃的“硬骨

头”。

“最难段”怎么建成？通车前夕，记

者沿着新成昆铁路进行了走访。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眉灵

为何新成昆铁路总是更“高”？
以桥代路、以隧代路，“减灾选线”

提高新线抗灾能力

新成昆铁路是在老成昆铁路基础

上新建或增建二线的铁路线，新建双线

从峨眉起直至昆明，因此，从燕岗站往

南，一路可见新老铁路线在同一廊道并

行。

在范店子站1号四线特大桥，毛坪

大渡河双线特大桥，埃岱尼日河2、3号

双线特大桥……记者注意到，新成昆铁

路总是上跨老成昆铁路，新线的海拔要

比老线高30米—50米。

为何新成昆铁路总是更“高”？“这和

新线的线路走向有关。”中铁二院成昆项

目桥梁专业设计负责人缪庆华介绍，新

成昆铁路在设计时，充分考虑了运营安

全，将桥隧比重大大提高，尤其是地形地

质条件最为复杂的燕岗至冕宁段，桥隧

比重更是达到90%以上。以桥代路、以

隧代路，快速通过沿河段不良地质发育

区，提高新成昆铁路的抗灾能力。

中铁二院新成昆双线设计负责人

王维提到了这样一个词——减灾选

线。新成昆铁路的不良地质主要集中

在峨眉至米易段，设计人员通过减灾选

线，确定线路的基本走向，大幅度裁弯

取直，大量减少了设计、施工和运营中

需整治的不良地质工点，与老成昆铁路

相比，这一段里程缩短了100余公里。

如何攻坚复杂地质?
流沙里打隧道、隧道内建拱桥

从广通至昆明段扩能工程启动，王

维就参与到新成昆铁路的规划建设。

说起这条路的特点，他脱口而出：“‘地

质博物馆’名不虚传。”

全长240公里的峨眉至冕宁段，隧

道就有170公里，占总长度2/3以上。

为了绕避不良地质，新成昆铁路有了更

多的长大隧道，而复杂的地质，又给隧

道建设带来了新的难题。这些难题，催

生了新的攻坚技术。

位于凉山州越西县和甘洛境内的吉

新隧道，是全线第二长隧道，也是穿越地

质最复杂的隧道。在这里，中铁十六局集

团成昆铁路项目经理齐永立遇到了从未

见过的场景——隧道里发生“泥石流”。

这是白云岩砂化带来的。17公里

的吉新隧道，就有1.6公里的白云岩砂

化富水段，“前后共遇到上百次涌突。”

齐永立说，打隧道如同穿越流沙。

面对这种地质难题，成贵铁路有限

责任公司隧道工作室组成了技术攻关

组，不断调整施工方案，成功打通“最难

隧道”，开辟了同类型地质隧道掘进的

技术先河。

溶洞，在隧道建设中并不罕见，但

2018年当建设者推进到老鼻山隧道内

部时，一个巨大的溶洞还是让人惊呆：

其向下最大深度近40米，向上最大高

度约32米，横向最宽约38米，整体大小

约10万立方米。

秉着“堵不如疏”的理念，建设者顺

势造了一条流水的通道，在隧道里新架

设了一座拱桥跨越“断崖”段，成功处置

了罕见难题。

据《四川日报》

在“地质博物馆”中建起的新成昆铁路

这是一条向南的铁路。从成都出

发，新成昆铁路不少车站名字都带有

“南”字：成都南、沙湾南、峨边南、金口

河南、甘洛南……

南向，是四川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

的重要方向。南向，有四川第二大贸易

伙伴——东盟，数据显示，近年来，四川

与东盟进出口额占全省进出口总额的

近20%。

一路南向，新成昆铁路全线贯通运

营，将给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带来

什么改变？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眉灵 陈碧红

一条快速大通道
拉近成都平原与攀西地区的时空

距离

新成昆铁路还没开通，沿线的县城就
已“热闹”起来。12月9日，凉山州越西县
以10张首趟列车车票作为福利，进行了
一场直播，吸引了上万人涌进直播间。

民众参与热情高涨，折射出沿线城
市对新成昆铁路的期盼。曾经，老成昆
铁路在越西县境内设有两个车站，但距
县城都有1小时左右车程，而新成昆铁
路的越西站就设在县城附近。

西南交通大学铁路与国家现代化
建设研究中心负责人田永秀介绍，老成

昆铁路所经过的地区，大部分都是崇山

峻岭，沿线地区的农产品经成昆铁路运

出大山，部分地区的生活必需品通过火

车直接调运。

“新成昆铁路的线路走向与老成昆

铁路大体一致，但速度更快，乘车更方

便。”田永秀表示，新成昆铁路的全线贯

通，将进一步方便凉山腹地民众出行，

畅通客货运输。而沿线丰富的水能、矿

产、农副产品和旅游资源也将得到进一

步开发利用，随之带动沿线工业、农业、

旅游业、商贸业以及城镇的发展。

不仅是沿线地区。12月23日，新

成昆铁路全线试跑，从成都南站出发，

一站不停，用时4小时15分就抵达攀枝

花南站。全新的体验让不少人感叹：

“一天就可以在成都、攀枝花‘打来回’，

真方便！”

以前，从成都到攀枝花需要13个

小时，也可经成渝、渝黔、沪昆铁路绕

行，出川经重庆、贵阳、云南“绕一大圈”

抵达攀枝花，也需用时8个小时左右。

在西南交通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

研究中心主任戴宾看来，新成昆铁路全

线贯通运营，大大缩短了攀西地区与成

都的时空距离，有利于促进和推动攀西

经济区与成都平原经济区的协同联动，

同时强化了攀西经济区点轴式的空间

开发格局，特别是为安宁河流域的开发

提供了更强有力的基础支撑。

一条物流大通道
将中老铁路与中国西南、西北有效

连接

11月，新成昆铁路刚刚全线轨通，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货运处

相关负责人就来到攀枝花，对接走访相

关企业，沟通了解运输需求。11月15

日，以去程日用百货，返程冷链、鲜果为

主的成攀滇城际白货（铁路运输中，把

发运货物品类中除了煤炭、矿石、钢铁

之外的货物，统称为白货）班列首发，截

至12月21日，已开行31列。

提前“跑货”和白货班列的“试水”，

正是为新成昆铁路全线贯通运营后，带

来的物流大释放做准备。

老成昆铁路沿线有着全国最大、世

界第二的钒钛资源，是省内重要的金属

矿、钢铁等大宗货源的原产地，多年来，

沿老成昆铁路运送的金属矿、钢铁在四

川同种类产品中占比高达90%及以上。

但老成昆铁路运行时速仅 80公

里，通行能力有限，加上客货并行，使得

货物运输多年来一直处于饱和状态。

而新成昆铁路的通行能力将大大提升，

从运行时效来看，货运列车从成都到攀

枝花从以前的28个小时到今后只需 13

个小时，货运能力至少提高了一倍，新、

老成昆铁路同时运行，相当于新增了一

条货运通道，货运能力也随之翻倍。

作为四川南下的重要大通道，成昆

铁路货运能力的释放，为南向中老班列

的效能提升，提供了巨大空间。

12月下旬，在得到新成昆铁路开通

的确切消息后，四川米仓南向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运营部经理段新峰紧急组

织人员，调整100万元的瓷砖物流运输

方案，将原计划的公路运输，调整为从

成都搭乘中老班列到昆明、经磨憨口岸

出境到老挝万象。段新峰说，走新成昆

铁路运输，整体时效可缩短1—2天，综

合成本能降低10%左右。

南向，有四川第二大贸易伙伴——

东盟。今年前三季度，四川对东盟进出

口1380.7亿元，同比增长11%。“东盟已

是我省对外经贸最重要的增量区域。”

四川省政府口岸与物流办公室副主任

张岩认为，新成昆铁路有力提升了中老

班列运输时效，助力四川省进口更多优

质矿产能源资源和水果、粮食等农副产

品，也为省内庞大的工业产品找到出口

增量市场。

“新成昆铁路在成都衔接宝成铁

路，将形成一条连接大西北和大西南的

纵向铁路大通道。”中铁二院新成昆铁

路主管副总工程师王毅说。

戴宾认为，新成昆铁路将中老铁路

与通往西南、西北的铁路有效连接起来，

不仅使攀西地区在四川南向开放中的战

略地位得到巩固和提升，也使得四川内

陆开放高地的作用进一步得到发挥。

“我国正着力构建陆海统筹、东西

双向互济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南

向陆路开放是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

重要组成部分。”戴宾建议，四川应当发

挥国际班列内陆核心地的作用，推动国

际班列向东南亚、南亚有效延伸，成为

西向和南向陆路开放的连接地和转换

点，引领内陆开放。

据《四川日报》

新成昆铁路全线贯通运营

一路向南 新成昆铁路将带来什么？

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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